
国家标准《农历的编算和颁行》解读材料 
 

标准制定背景 

农历是中国几千年传统历法的结晶，具有深厚的华夏文化渊源，

目前不仅仍是我国正式行使的历法之一，也为海外华人普遍使用，在

传承华夏文化、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习俗、维系华人世界方面具有无

可替代的重要意义。而且，农历作为特殊的阴阳历，能够反映季节、

农时、潮汐规律，这使得它在日常生活、农业生产、渔业生产、防汛

抗洪等方面也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 

然而，长期以来，公开发行的农历日历产品之间存在日期编排不

一致、节气时间不一致、甚至重要传统节日不一致等问题，这已经引

起了公众的困惑和使用上的混乱，大量的咨询电话和人民来信就形形

色色的农历日历的差异提出了质疑，例如，2013 年的端午和冬至都

分别有不同的日期版本，对此公众反应强烈。 

造成上述农历发布发行混乱问题的根源在于农历的编算和颁行

工作没有必要的法律法规约束。农历编算的依据是太阳和月球的预报

位置以及一定的日期编排规则，因此日月位置预报精度的差异和日期

编排规则的不同都会直接影响农历日期的编排结果。农历颁行标准的

缺失，又导致了不规范的农历日历公开发行。任何有印刷资质的单位

或个人都可以公开发行自行编制或辗转复制的农历日历。 

因此，为了遏制农历日历发布发行混乱问题的进一步蔓延，保证

农历编算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有效维护农历作为国家历法的统一性和

严肃性,有必要规范农历的编算和颁行工作，制定国家标准。 

在国家标准委和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下，农历的编算和颁行纳

入了 2014 年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由中国科学院归口管理，并由国

内唯一的历书编算机构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承担起草工作。 



标准制定意义 

1.历法颁行是国家重要政务之一，国家正式行使的历法必须有统

一的标准来规范日期的编排和表述，以确保信息交流中对日期标识的

一致性和国民生产生活的有序性。公历作为我国的主要行政历法，已

有国际标准和相应的国家标准。本标准的制定首次将农历的编算和颁

行纳入了国家标准化管理体系，填补了农历历法规范的空白，维护了

国家历法应有的严肃性和统一性，体现了依法治国的时代发展精神。 

2.本标准的制定将为相关的法律法规提供规范支撑。例如，一九

九九年，《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

将春节、清明、端午和中秋确定为我国的法定假日。国家标准《城市

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中规定日照标准日分别为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

大寒和冬至日。 

3.本标准首次明确了农历计算的模型、精度以及编排规则和表述

方法，为农历日历编算提供了科学的规范依据。本标准规定了农历计

算模型应符合天体位置计算的相关国际科学规范，并在计算论证的基

础上提出了农历的计算精度要求，另外，农历的编排规则和表述方法

符合中国主流传统历法体系的历史传承，两者结合充分体现了现代农

历编算的科学性、先进性、规范性，对确保农历日历编算结果的准确

性有重要意义。 

4.本标准首次规定了对农历发布发行的要求，要求公开发行的农

历日历产品应遵循编算规范并标注日历资料来源，从而有效遏制内容

错误的农历日历产品随意发行的无序状态，对确保公开发行的农历日

历的准确性和统一性有重要意义，有效维护国家历法的严肃性。 

5.农历标准的发布实施，可以让公众充分了解中国传统历法的历

史传承和科学性、先进性，因此具有重要的科普意义。中国传统历法



密合天行，以实际推算的日月位置来编排日期，它与中国古代天文学

相生相伴，有着辉煌灿烂的发展历史，独有的二十四节气和置闰规则

在世界古代天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农历不仅具有文化传承意义，农历

编算更是天文专业工作，它的计算模型和精度代表了基本天文学的发

展水平和成就。 

 

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包括两部分，编算部分规定了农历的编排规

则、计算模型和精度以及农历的表示方法。颁行部分则规定了农历的

颁行要求。 

1.农历的编排规则明确了农历的年、月、日的确定方法以及排序

方法。中国传统历法主流一直是阴阳历，即以朔望月定历月，以回归

年定年长，通过设置闰月解决朔望月和回归年之间的不通约问题。随

着社会发展和天文定位水平的提高，传统历法编排规则经历了数次重

大改革。本标准沿用规则如下： 

（1）以北京时间为标准时间； 

（2）朔日为农历月的第一个农历日； 

（3）包含节气冬至在内的农历月为农历十一月； 

（4）若从某个农历十一月开始到下一个农历十一月（不含）之

间有 13 个农历月，则需要置闰。置闰规则为：取其中最先出现的一

个不包含中气的农历月为农历闰月。 

（5）农历十一月之后第 2 个（不计闰月）农历月为农历年的起

始月。 

2.农历日期编排所依据的朔和节气时刻的计算依赖于太阳和月



亮位置，按国际基本天文学规范地球自转和参考系服务规范所规定的

模型计算。为了保证农历日期编排结果的唯一性，朔和节气时间的计

算必须精确到在 0时附近也能准确判断它们所在的农历日，根据 1900

年至 2100 年期间朔和节气时刻的计算结果，在用于日期判定时对它

们的计算精度要求应达到 1秒。另外，北京时间属于协调世界时，协

调世界时以原子时为基准，但通过闰秒的方式与世界时时刻的偏差不

超过 0.9秒，闰秒由国际地球自转和参考系服务机构根据对世界时的

监测来确定发布，可能在年底或年中或季末，考虑到农历需要提前一

年编算发布，因此，计算精度不计及编算时尚未正式发布的闰秒。 

3.农历的表示方法规定了农历的年、月、日的命名方法以及日期

的组合标识方法。本标准规定的农历表示方法遵循中国传统历法的表

示方法：农历年按照干支纪年和生肖纪年法命名，农历月按照数序纪

法命名，农历日按照数序纪法和干支纪法命名。农历日期的标识则按

照“农历”以及农历年、农历月、农历日名称顺序组合而成。具体示

例如下： 

（1）六十干支从甲子年、乙丑年„„到癸亥年，六十年一个循

环，周而复始。干支纪年的循环参考时间：对应于北京时间公历 1984

年 2月 2日 0时起到 1985年 2月 19日 24时截止的农历年为甲子年。

该年也为生肖纪年的鼠年。 

（2）数序纪月规则为，除闰月外，农历月按照其在农历年中的

先后顺序分别用汉字命名如下：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

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闰月采用在其前一

个农历月的名称前加“闰”字的方法命名。 

（3）数序纪日按照在其所属农历月中的顺序表示，第 1 日到第

10 日依次用汉字纪为初一、初二„„初十，第 11 日到第 20 日依次



纪为十一、十二„„二十，第 21 日到第 29日依次纪为二十一、二十

二„„二十九，或者简纪为廿一、廿二„„廿九，第 30日纪为三十。

干支纪日则按顺序用六十干支命名，从甲子日、乙丑日„„到癸亥日，

六十日一个循环，周而复始。干支纪日的循环参考时间：对应于北京

时间公历 1949 年 10 月 1 日的农历日为甲子日。 

（4）日期标识方法以“农历”、农历年名称、农历月名称、农

历日名称组合表示。为了明确农历日期所在的农历年的干支周，可在

农历日期前标注该农历年年首所在的公历年份。 

4.对农历颁行要求的内容如下： 

公开发行的农历日历应注明资料来源；公开发行的农历日历应包

含农历和公历的日期对照以及二十四节气；公开发行的农历日历应符

合本标准规定的编排规则、计算模型和精度以及表示方法。 

 


